
2016 年，我国畜牧业总体保持稳
中求进发展态势，草原保护政策体系日
趋完善，草原生态正加快恢复。

畜牧业稳中见优

“总体看，我国畜牧业目前已形成
比较充足的生产能力，形成了充满活力
的发展机制，形成了稳定可控的质量安
全系统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草原政策体
系，为现代畜牧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
础。”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对 《经济日
报》 记者说。

“稳”，主要是生产稳、质量稳、生
态稳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目前，我国
肉类和禽蛋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，奶类
产量居世界第三。2015 年，全国肉类
总产量 8625 万吨、禽蛋 2999 万吨、牛
奶 3755 万吨，年均增长 1.7%、1.7%、
1%，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均超过世界平
均 水 平 。 畜 产 品 质 量 监 测 合 格 率
99.4%，畜产品中“瘦肉精”监测合格
率 99.9%，三聚氰胺等违禁添加物抽检
合格率连续 7 年保持在 100%，优质安
全畜产品生产能力和条件进一步提升。
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 10.28 亿吨，连续
5 年保持在 10 亿吨以上，草原综合植被
覆盖度达到 54%，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
畜超载率连续 3 年保持 20%以下，草原
生态呈现稳定向好势头。

“优”，主要是产业素质优、市场竞
争力优。

2015 年 ， 畜 禽 养 殖 规 模 化 率 达
54%，比 2010 年提高 9 个百分点；生猪
规模养殖场 26.7 万个，增加 4.7 万个。
产业化水平快速提升，国家级畜牧业产
业化龙头企业达 583 家，占农业产业化
龙头企业的 47%；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
社 32.4 万个，占总数的 24.3%。饲料产
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，年产量 100 万吨
以上的饲料企业达到 32 个，产量占全
国总产量的 51%。行业生产效率和生产
力持续提高，生猪出栏活重 118 公斤，
比 2010 年增加 7 公斤。平均每头能繁
母猪提供的仔猪数 15 头，比 2010 年提
高 1.3 头。奶牛平均单产达到 6.5 吨，比
2010 年增加 1.5 吨，年产 9 吨以上的高
产奶牛超过 150万头。

我国畜牧业仍需要调结构、调布
局、调规模。2015 年，我国肉类产量

比上年下降 82 万吨，肉类结构中猪肉
产量下降至 63.6%，禽肉和牛羊肉等肉
类产量增加，“一猪独大”局面逐步改
变，畜产品供应日益多样化、多元化。

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 等法规
的施行，倒逼畜牧业加快布局调整优
化，南方水网等地区生猪养殖逐步向环
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。畜禽养殖散户加
速退出，养殖规模正持续扩大。2015
年全国生猪养殖户减少 500 多万个，养
猪户第一次降到 4000 万以内。奶牛养
殖场 （户） 155 万个，比 2010 年减少
32%。

草原治理持续加力

我国草原面积近 60 亿亩，约占国
土面积的 40%。近年来，农业部会同有
关部门围绕“生态、生产、生活”和

“牧区、牧业、牧民”工作大局，持续
推进草原生态改善，草原保护政策体系
也日趋完善。

2011 年 起 ， 国 家 在 内 蒙 古 、 新
疆、西藏等 8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份全面
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，在保
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同时，逐步转变草原
畜牧业发展方式，促进牧民增收。2011
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136 亿元，2012 年
起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黑龙江等 5 省的
所有牧区半牧区县，资金总量也逐年增
加。最近 5 年间，中央累计投入资金
775.64 亿元，实施草原禁牧面积 12.33
亿亩，草畜平衡面积 26.05 亿亩，牧草
良种补贴面积 1.2 亿亩，牧民生产资料
综合补贴 284 万户。2016 年，经国务院
批准，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继续在 13
个牧区省区实施，并调整完善了政策措
施。如提高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标
准，取消原牧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牧
草良种补贴；加大绩效评价奖励资金投
入；调整完善半农半牧区政策实施方
式，并将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河北省接
坝区草原面积较大的区域，构建和强化
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。农
业部、财政部共同制定了 《新一轮草原
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

（2016-2020 年）》，确保政策资金及时
落实到草场牧户。

近年来，农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
委等部门深入推进退牧还草、京津风沙
源治理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等草

原重大工程，并强化草原保护建设工程
项目实施针对性。如退牧还草工程重点
治理退化严重的草原，京津风沙源草原
治理工程重点治理沙化草原，岩溶地区
草地治理工程重点治理石漠化草地。
2016 年 起 ， 进 一 步 完 善 了 退 牧 还 草
政策，扩大了实施范围，提高了中央投
资标准，黑土滩、毒害草退化草地治理
纳入工程实施范围。

2014 年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历经 10
余年的退耕还林工程更名为退耕还林还
草工程，退耕还草首次被正式提出。
2014 年至 2016 年，退耕还草任务逐年
增加，从占退耕还林还草总任务的 3.4%
达到 11.6%，2016 年起退耕还草补助标
准 也 从 800 元/亩 增 至 1000 元/亩 。
2016 年推动启动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
治理工程，中央投入基本建设资金 3.6
亿元，在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甘肃、
宁夏和新疆先行治理 225 万亩已垦撂荒
草原。牧草良种体系建设已纳入全国现
代种业工程规划，加快推进我国草种产
业提质增效。

2016 年，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
度为 54.6%，比“十二五”初期增加 3.6
个百分点。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
10.39 吨，同比增加 1.03%，连续 7 年稳
定在 10 亿吨的水平，草原生态总体向
好。草原补奖政策平均每年有 139.3 亿
元资金直补到牧户，牧民年人均政策性
收入近 700 元，占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
重超 10%，已成为牧民转移性收入的主
要来源。

转型升级亟待突破

随着畜牧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
段，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建设也面临更
为严峻的挑战。畜产品消费增速放缓使
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更为突出，资源环
境约束趋紧对传统养殖方式形成了巨大
挑战，廉价畜产品进口冲击对提升国内
畜产品竞争力提出了迫切要求，食品安
全关注度提高使饲料和生鲜乳质量安全
监管面临更大压力。

于康震坦言，新阶段新形势，迫切
需要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，以创新获得
新动能，以协调营造新环境，以绿色拓
展新空间，以开放求得新发展，以共享
赢得新支持，坚持不懈推进现代畜牧业
建设。他认为着力点有 5 个方面：规模

养殖、粪便综合利用、粮改饲、奶业振
兴、草原生态恢复。

发展规模养殖引领方式转变。据了
解，农业部已发布了“十三五”期间生
猪和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，稳定生猪生
产，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。继续实施畜
禽标准化养殖、良种补贴和肉牛基础母
牛扩群增量项目，开展财政促进金融支
持畜牧业试点。目前，已新创建了 500
家标准化示范场，支持河北、西藏等 8
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52 个肉牛肉
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（小区） 改扩建。

抓好粪便综合利用促进绿色发展。
目前，农业部已在湖北松滋市和湖南岳
阳县、津市市、赫山区开展洞庭湖区畜
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试点工作，整县推
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。总结推广畜
禽粪便综合利用典型模式，在河北等 10
个省区开展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试点，整
县推进畜禽粪便有效储存、收运、处理
和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发展。

实施粮改饲带动种养结合。在我
国地图上，东北冷凉区、北方农牧交
错区、西北风沙干旱区、太行山沿线
区及西南石漠化区，呈现由东北向华
北—西南—西北镰刀弯状分布。这里
常年玉米种植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
左右。如今，这里不少农田已改种上
优 质 苜 蓿 。 近 几 年 玉 米 价 格 持 续 下
行，为保障农民种植收益，农业部将
粮改饲试点范围扩大到“镰刀弯”和
黄淮海 17 个省区的 121 个试点县，引
导农牧民改种优质饲草料 677.9 万亩。
粮改饲是我国畜牧业努力实现转型升
级的一大举措。

围绕提质增效推动奶业振兴。坚持
种好草、养好牛、产好奶，建设高产优
质苜蓿示范基地 50万亩，支持 656个奶
牛养殖场 （小区） 开展标准化改造，在
9 个主产省 17 个奶牛养殖大县开展种养
结合整县推进试点，切实加强生鲜乳质
量安全监管和复原乳管控，促进奶业生
产提质增效、转型升级。

强化保护建设加快草原生态恢复。
每年中央财政安排草原补奖政策资金
187.6 亿 元 ， 比 “ 十 二 五 ” 年 均 增 加
18.1 亿元，提高了补奖标准，进一步扩
大实施范围，持续推进禁牧休牧和草畜
平衡。农业部还组织开展现代草牧业发
展试验试点，引导各地加快发展现代草
牧业。

水 清 草 绿 牛 羊 肥
——全国畜牧业发展和草原治理综述

本报记者 黄俊毅
最近几年，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草原植被覆盖度

由 65%提高到了 91.28%，草地生态环境恶化势头得以扭
转。近年来，当地将传统依靠天然草场的放牧方式转变
为舍饲圈养，显著减轻了过载放牧对天然草场的压力，全
县天然草原每亩产草量由原来的 190.5 公斤提高到了
293.17公斤。

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，全县天然草
原可利用面积 583.16 万亩，土地面积 44.43 万亩，草食畜
存栏 59.18 万头（只），草畜矛盾突出，天然草场退化严
重。为有效解决草畜矛盾，破解草业发展难题，门源依托
粮改饲试点项目，紧紧围绕“调结构、转方式、扩优势”和

“增投入、强基础、提水平”的发展目标，大力发展优质饲
草种植加工，探索种养结合的草食畜牧业发展新模式。

门源组织农牧户充分利用饲草地、退耕地、圈窝等土
地，发展以燕麦为主的饲草种植业。通过粮改饲项目拉
动，全县耕地转种饲草面积 9.6 万亩，粮、草比例达到
2.1∶1。此外，当地政府部门积极鼓励饲草加工企业定点
收购饲草，鼓励种植户积极种草交草，逐步形成草产业产
销一体化的发展链条；引导 74 家饲草种植企业与 128 家
养殖和加工企业开展产销加工对接，组织多种形式的草
产品促销活动，全力搞活草产品销售流通；在企业提升规
模、提高质量、树立品牌上下功夫，引导 22 家企业、合作
社和家庭农牧场成立饲草联合社。全县饲草产业实行市
场化管理、专业化运作，统一种植、统一加工、统一销售，
2016年共签订饲草种植和加工订单 2.7万亩、5万吨。

发展模式创新方面，门源亦有可圈可点之处。当地
探索各种草畜联动综合发展模式，比如：皇城乡华山生态
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采用“放牧+基地+袋装青贮（窖贮）+
补饲”的草地生态畜牧业经营模式，在天然草地饲草萌发
季节实行全舍饲，平常以补饲为主，自身可消化加工饲草
1800 余吨，其余饲草向附近养殖户销售。这种模式不仅
减轻了草场放牧压力，而且促进了养殖业发展，增加了农
牧民收入。

该县农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采用“基地+养殖合
作社+青贮窖青贮+有机肥加工”的种养经营模式，有效
整合沙沟梁村 3 个社 220 户的耕地 3120 亩，种植青饲草
500 亩，年生产和加工饲草 1500 吨。合作社饲养肉牛
260 头，饲草可自产自销。牲畜所产粪肥由北山兴源公
司生产有机肥，返田利用或用于花卉种植。

粮改饲试点项目实施两年来，门源饲草品质和养殖
效益明显提高。以牦牛养殖为例，每头牛按 6 个月育肥
周期计算，可降低养殖成本 1368 元。由于加大了优质青
绿饲料使用量，设施养殖牛羊肉的品质得到极大提高。

青海门源大力发展优质牧草种植加工

探索畜牧业发展新模式
本报记者 李华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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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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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利集团推进乳业生产加工智能化

让乳业生产智慧起来
图/文 本报记者 黄俊毅

图① 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农垦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骑着摩

托车放牧。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

图② 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场的天然草地恢复技术示范区，三

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用无人机监测草场恢复情况。

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

图③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秋色。刘满仓摄（新华社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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